
综合新闻 6CHONGQING DAILY

2022年9月5日 星期一
责编 林懿 美编 丁龙

□新华社记者
刘夏村 严赋憬 田晨旭

竹子替代塑料做成的一次性餐
具、不用插电就闪闪发光的霓虹灯牌、
只排出水的氢燃料电池……正在北京
举行的2022年服贸会，“绿色”成为一
抹突出亮色。

今年服贸会的主题是“服务合作
促发展 绿色创新迎未来”，并且新设
面积达16700平方米的环境服务专题
展，全面展示生态环保、绿色节能技术
和应用。从个人生活、到城市建设，再
到产业发展，“绿色”“低碳”的身影在
服贸会上频频出现，折射出中国推动
绿色发展步履坚定，以及绿色低碳转
型蕴藏的巨大机遇。

竹子“变身秀”规模扩大

一场竹子“变身秀”正在服贸会上
演。

从刀、叉、勺子，到餐巾纸、吸管、
水杯，再到自行车、排水管，琳琅满目
的展品均由竹子制成。以竹代塑、减
塑降碳，是这场“变身秀”的主题。

国际竹藤组织这个以竹木风格配
合竹林造景搭建的展台颇受关注，参
观者络绎不绝。国际竹藤组织东道国
事务部主任傅金和介绍，竹子是一种
绿色、低碳、速生、可降解的生物质材
料，在很多领域可以替代塑料，目前已
开发的竹产品种类超过1万种，涉及
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

“去年我们在服贸会的展台只有
60平方米，今年增加到了120平方米，
因为我们的合作伙伴越来越多了。”傅
金和说，明年我们的参展面积可能还
要增加。

服贸会上，竹子“变身秀”规模扩
大，是绿色消费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的
一个缩影。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
门今年联合印发的《促进绿色消费实
施方案》，到2025年，绿色低碳产品市

场占有率大幅提升，绿色消费方式得
到普遍推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消
费体系初步形成；到2030年，绿色消费
方式成为公众自觉选择，绿色低碳产
品成为市场主流。

瓦片有了新功能

瓦片能干什么？相信，今年的服
贸会给了很多人一个新答案。

光滑润泽的外观，自然流畅的弯
曲弧度，配以玄青、黛绿等颇具中国古
典美感的颜色……在服贸会英利嘉盛
的展台，几块建筑曲面瓦片吸引了不
少人的目光。

“它们不是普通的仿古瓦片，而是
蕴含晶硅光伏电池技术的新型绿色发
电建材。”保定嘉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品牌营销经理王乐蕊介绍，这些
瓦片可以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为全
屋提供绿色电力。

能发电的瓦片，带给参观者更多

关于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想象。在
服贸会上，还有不少类似场景。

中建二局展台的一块大屏幕上，
实时显示着施工现场工地设备、环境
监测、废弃垃圾等数据信息，利用这一
系统可以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比如
建筑垃圾智能分类回收利用，空气粉
尘指数偏高时自动启动围挡喷淋装
置。

扩张的“废物变燃料”生意

生物质颗粒燃料、生物质碳、塑料
粒子燃料……在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展台上，这些“高大上”
产品的前身却是固体废物。

该公司副总裁张进锋介绍，日常
生产生活中，会产生大量诸如木质包
装物、农业秸秆、厨余垃圾等生物质固
体废物。通过技术手段将其转化为各
种绿色零碳替代燃料，应用于冶金、建
材、电力、石化、造纸等多个工业领域，

代替煤、天然气等化石能源。
张进锋说，这两年，明显感受到一

些地方和企业对于替代燃料需求的增
加，为此公司正扩大生产规模、拓宽生
产品类。

在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展
台，一个体积不大的“黑盒子”，输出动
力却相当于一台2.0T的发动机，并且
排出的只有水。这是“氢腾”氢燃料电
池电堆，其关键技术和产品材料全部
实现自主化，现在步入产业化推广实
施阶段。氢燃料电池车、电动汽车、太
阳能汽车……服贸会上，不同企业展
示的新能源汽车技术，拓宽着人们对
于未来汽车的想象空间。

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饱
含“绿色”“低碳”元素的服贸会，彰显
着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所蕴藏的巨大
科技创新推动力以及产业发展新机
遇。

（据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绿色服贸 低碳发展
——来自2022年服贸会的现场扫描

一直以来，智慧城市都被视为改善“大城
市病”的良方，许多国家也将其视为未来城市
发展的核心目标。

的确，打造智慧城市对于推进城市治
理、经济发展和文化宣传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我们通常将信息技术嵌入城市运营
的流程之中，从而实现生产与生活的智能
化、动态化和精准化，确保城市健康、高效
运转。

然而，我们需要牢记的是，智慧城市本身
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这个系统内部存在许多
不可控与不确定因素，而且它们互相影响、彼
此关联。这样一来，智慧城市会不可避免地
表现出某种脆弱性。

首先，智能化技术应用范围存在局限。
大部分智慧城市建设工作由科技企业配合政
府完成。为了彰显自身技术优势，企业往往
倾向于选择某些基础较为完备的城市场景，
而缺乏通盘考虑。

其次，智能化资源分配不均。分析许多
国外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智慧城市的应用
在居民住宅场景中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少部
分高档社区中各种智能设施一应俱全，而大
部分普通住宅却年久失修，看不到智能化改

造的痕迹。
最后，存在唯智能化论的偏执思想。

“智慧”并不是城市建设的唯一手段，它所
能解答的，只是城市的一部分问题。一些
困扰城市多年的顽疾，既需要智能化的解
决方案，又需要传统手段的干预，也就是韧
性城市。

那么，韧性城市和智慧城市之间到底有
什么关系呢？

简而言之，“智慧”包含“韧性”，“韧性”则

是“智慧”在物质世界的一种体现。
两者的第一个融合点，在于时间维度上

的“松紧结合”。智慧城市负责城市日常运行
的精细化管理，韧性城市负责提升城市抵御
灾害的能力。

两者的第二个融合点，在于空间维度上
的“软硬结合”。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所打
造的新型基础设施可以为韧性城市所用；另
一方面，韧性城市建设所带来的抗风险能力
提升和数据更新效应，又可以反哺智慧城市

的数据治理与应用能力。
借助“韧性”这一概念，我们可将建设兼

具韧性的智慧城市作为契机，提升现有的城
市基础设施系统，使城市在未来的不确定中
保持健康、良好的运转态势。与此同时，可以
将智慧和韧性的有效融合作为基础，结合城
市日常治理中的实际问题与需求，将理念和
目标体现在长期规划之中。

总的来说，如何将“智慧”与“韧性”有效
地进行融合与统一，需要城市各级政府和主
管部门及时应对新的发展需求，灵活使用大
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智能化技术，结合
城市的实际情况，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实施路
径。

城市运营：综合治理下的韧性挑战
（节选自《解码智能时代·重新定义智慧城市》第二章“破解政府数字难题”第一节）

在中国，早在2016年3月，“人工智能”就
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而到了2022年，

“人工智能”已经连续六年被写入国务院的政
府工作报告。

其中最关键的时间点，仍然是 2017 年。
中国从国家战略层面，将人工智能的发展隆
重地提上了日程：2017年7月20日，国务院发
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了面
向2030年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
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部署构
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建设
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2017年的这个发展规划，究竟有多么重
要？

这个问题，需要站在更长久的历史维度，
才能更客观地进行评价。但这丝毫不影响我
们在五年之后的今天，感受高屋建瓴的国家
战略对于智能产业的强大推动力，以及由此
带来的深刻变化。

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后怕，如果国家的
发展规划来得晚一点，哪怕只是晚一年，将会
多么被动。

2016年至2017年，最早一批发布人工智
能战略的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日本和英
国。从2017年到2018年，全世界的主流大国
都在跃跃欲试，着眼于面向下一个时代的战
略竞争布局，核心就是人工智能产业。

到了2018年，几乎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
如德国、法国、意大利、印度、韩国、俄罗斯、新加
坡等都相继推出了自己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像这样，世界上近乎所有国家，在接近的
时间点上集体发布属于自己国家的产业发展
战略，在历史上似乎还是首次。即便是涉及
国家核心信息基础建设的5G战略，各个国家

的战略规划动作也没有这么整齐。
一场围绕人工智能的国家竞赛，在2017

年启动了。
五年之后，据IDC最新发布的数据，全球

人工智能（AI）市场将增长近五分之一，2022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4328亿美元，预计今年人
工智能支出将增长19.6%，其中包括硬件、软
件和服务。

回到2017年的中国，在国务院发展规划
的刺激效应下，企业界与创投圈围绕人工智
能的投融资，展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企查
查数据显示，人工智能赛道在2016年至2018
年的融资事件数量持续保持在 900 件以上，
2019 年后市场有一定的理性回归，但仍在
500件以上。

在发展规划的指引下，中国不同省市之
间也开始了人工智能发展竞赛，纷纷从自身
的角度开始智能产业的深入布局。

然而智能产业毕竟是一个几乎涉及全社
会所有经济、生活和公共治理的庞大产业，每
个省市的产业基础、社会资源、人才构成完全
不同。该以什么样的姿态、从哪个角度去拥
抱智能产业，成为摆在各个省市面前的限时
必答题。

答得好，就能抓住时代机遇，改变城市命
运；答不好，就有可能错过机会，被动面对未
来。

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布之
后，反应最快的福州、贵阳、重庆和上海第一
时间分别以“数字化”“大数据”“智能产业”

“人工智能”为关键词，于2018年申请举办了
国家多部委联合主办支持的国际顶级智能产
业峰会：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中国国际大数据
产业博览会、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和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

之后，以人工智能、数字化、大数据、云计
算等智能产业关键词为主题的峰会、展会、论
坛、博览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大城市出
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8年的四大智能产
业峰会之中，有三个都是首次申请、首届举
办，而在贵阳举办的“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
业博览会”，其实已经是第二届。早在2017年
5月，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出台
的两个月前，贵阳就已经成功举办了首届“数
博会”，对一个大时代的到来，体现出了一种
敏锐的先知先觉。

无论如何，时代的必然与城市的偶然，共
同决定着重庆这座制造业之城，面向未来智
能产业的关键答卷。

智能时代的考题，一份城市的答卷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瞭望全球智能产业（2018-2022）》第一章第二节）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称美国航
天局）3日说，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太
空发射系统”当天因燃料泄漏问题被取
消发射。这是该火箭一周内第二次因
故障被取消发射，下次尝试发射最早要
等到10月中旬。

此次发射原定于美国东部夏令时
3日14时17分（北京时间 4 日 2 时 17
分）开始，执行“阿耳忒弥斯1号”无人
绕月飞行测试任务。

据美联社报道，发射任务团队当天
黎明时分开始向火箭加注超低温液氧
和液氢燃料，但没过多久，火箭底部发
动机部位突然出现大量液氢泄漏。

按美国数字趋势网站的说法，泄漏
发生在早上7时30分左右。工程师们

随后阻断液氢流动，对相关部位重新密
封，但当燃料再次流动起来后，泄漏问
题重现。前后3次尝试解决问题失败
后，当地时间3日11时17分，发射任务
负责人查莉·布莱克韦尔-汤普森宣布
取消发射。

“阿耳忒弥斯1号”任务管理人员
迈克·萨拉芬告诉媒体记者，当空气中
氢浓度超过约4%时，就存在易燃风
险，而这次泄漏的液氢量很大，导致周
边空气中的氢浓度在8%至12%之间，

“这不是一个可控的泄漏”。
据《纽约时报》报道，“太空发射系

统”8月29日因故障被推迟发射时，也
出现过液氢泄漏，但泄漏量较小。

（据新华社）

燃料一漏再漏

美登月火箭发射又被推迟

据新华社郑州 9 月 4 日电（记者
史林静 吴刚）良渚遗址神人纹玉琮、
二里头遗址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
饰、三星堆遗址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为展现中国考古百年足迹和丰硕
成果，“繁星盈天——中国百年百大考
古发现展”日前在郑州面向公众展出，
来自国内不同区域的代表性文物集中
亮相。

据了解，本次展览以“百年百大考
古发现”为主线，通过中国百年来100
处考古发现出土的代表性文物，集中展
示中国考古百年发展历程和取得的辉

煌成就，展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
烂的物质精神文化，并带领观众探索东
亚人类起源、中华文明探源、夏商周青
铜文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等历史问题。

据介绍，展览选取的全国100处考
古发现，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其中旧石器时代遗址
5处，新石器时代遗址33处，夏商周遗
址25处，秦汉及以后遗址37处。同时
推出的还有“文明的渊薮——河南百年
百大考古发现展”，展示河南地区百年
考古一系列重大发现。

全国100处考古发现
代表性文物亮相郑州

新华社北京 9 月 4 日电 （记者
胡喆）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9月3日，由航空工业一飞院
研制的“启明星50”大型太阳能无人机
在陕西榆林顺利完成首飞任务，飞机
状态良好，各系统运行正常，首飞圆满
成功。

“启明星50”大型太阳能无人机
是航空工业研制的首款超大展弦比

高空低速无人机，首次采用双机身布
局的大型无人机，第一款以太阳能为
唯一动力能源的全电大型无人机平

台。该机是一款能够在高空连续飞
行的飞行器，其利用高效、清洁、绿
色、环保的太阳能，可长时间留空飞

行，执行高空侦察、森林火情监测、大
气环境监测、地理测绘、通信中继等
任务。

此次首飞成功，为航空工业大型
太阳能无人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在新能源、复合材
料、飞行控制等领域关键技术的发展，
提升我国向临近空间执行任务的能
力。

临近空间长航时大型太阳能无人机

“启明星 50”首飞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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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七八月份，重庆的夏天持续高温，按
照过往的经验，重庆市民会选择外出避暑，但
最近几年，很多人调整了这一生活习惯。

从 2018 年起，智博会永久落户重庆，每
年8月份，智博会准时举办，这已经成为很多
人新的夏日期待、新的习惯。

来自全球各地的智能产业科学家、企业
家、创新者、研究者，汇集在火热的重庆，出席
火热的智博会。他们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
济、智能制造等专题，向全球传递了最前沿的
创新理论、创新知识、创新技能、创新经验、创
新模式，碰撞出新智慧，贡献出新成果。

既然是最前沿的，当然要是最火热的，对
于重庆而言，这既是火炉城市的原始温度，也
是智慧名城的未来愿景。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一个为期只有几天

的活动，到底能有多重要？或许很多读者会
发出类似的疑问。

让我们先暂时把各种嘉宾演讲、论坛对
话、产品展示、互动大屏放在一边，先看一组
数据：

2018年，智博会签约重大项目共501个；
2019年，智博会签约重大项目共530个；
2020年，受疫情影响，智博会主要采取线

上举办模式，很多企业与项目方无法到现场，
即便如此也签约了重大项目共71个；

2021 年，智博会签约重大项目 92 个，虽

然整体规模与2020年相当，但10亿以上、50
亿以上项目均大幅增加，单一项目体量变大
了。

这笔流水账，官方读得很铿锵，媒体写得
很豪迈，市民看得很兴奋。

思想的交流和项目的签约是连在一起
的，这是双重的火花。

思想的交流，让重庆打开了脑门，去了解
世界，去仔细观察正在变化的智能时代；而项
目的签约，则使重庆打开了城门，去迎接客
人，去联手创造深耕重庆的智能产业。

借助智博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
际，重庆这座中国西部城市的知名度都在快
速提升。而面向全球优质企业、优秀人才，重
庆更是及时释放出智能时代创新之城的活
力，吸引他们到重庆来创业。

作为2019智博会落地项目，“重庆工业大
数据创新中心”两年来通过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等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帮助了
多家渝企实现降本增效。目前，该创新中心
已在全市建成 8 家智能化改造示范工厂，全
年累计将为7000多家中小企业提供“上云”服

务。
2021年8月5日，重庆市经信委透露，当

年上半年重庆新增 1.6 万家企业“上云上平
台”，目前全市已有 7 万多家企业迈上“云
端”。

2019年、2020年、2021年，重庆市技术创
新示范企业名单中，累计共有 125 家企业入
选。

类似的数据，如果要枚举，还有很多很多
维度；类似的突破，如果要罗列，还有很多很
多捷报。在这些数据背后，相信读者能感受
到，一座城市在智能时代焕发的生机，思维在
转变，技术在迭代，产业在成长，捷报在频传，
重庆企业技术创新突破正在加速涌现。

为这些数字进行溯源归因，很显然，最终
的答案都会指向智博会的开端与持续。

四届智博会，五年变形记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瞭望全球智能产业（2018-2022）》第一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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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9 月 4 日
在日本冲绳县那霸
拍摄的被强风吹倒
的树木。今年第
11 号 台 风“ 轩 岚
诺”3 日抵达日本
冲绳县石垣市和宫
古岛市。截至3日
晚间，台风已造成
两市 3000 余户居
民停电，冲绳县那
霸市1名女性受轻
伤。

新华社/美联

强台风“轩岚诺”抵达日本冲绳
致3000余户居民停电


